
   

 

市场经济新农村建设中的教育缺失 

文/王晓青 

  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指出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，同时
强调要培养有文化、懂技术、会经营的新型农民。而作为新农村建设主力军的农民，由于受教育程
度低导致农民知识贫困又成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软肋。农民的知识贫困是农村经济贫困的重要
根源，要解决农民知识贫困问题，就要解决农村的教育缺乏问题。 
   一、农村教育及农民知识水平现状 
   1．农村教育水平低，农民文化素质不高 
   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，全国文盲人口为85073万人，其中农村为6665万人；有关资料表
时，我国近5亿农村劳动力中，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占83%，受过职业技术培训的农民不足5%，受过
技能培训的仅1%，农村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较短，整体素质不高。同时，农村人口的教育资源占
有量也大不及城镇，在城市约1200人拥有一个文化教育单位，而在农村约1800人才拥有一个文化教
育单位；在城市约32人中就有一名从事文化教育的工作人员，而在农村约102人才有一人从事文化
教育工作。 
   2．农村专业技术人才缺乏 
   根据近年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对全国30个省（区、市）6万多农民户、18万多农村劳动力进行
抽样调查显示，在农村劳动力中，近80%的劳动力没有特殊技能，有14%的劳动力掌握了工业、建筑
业和服务业技能，2.8%掌握驾驶技能，3.2%掌握农业技能。由于农业部门人才奇缺，现在我国每
7000亩土地才有一名农业技术人员，每7000头牲畜才有一名兽医人员；由于农民的文化科学水平
低，我国现有适合农村应用的科技成果的70%左右在农村推广不了。 
   3．农民获取知识的能力和途径匮乏。 
   由于农民受教育的年限短，受教育的程度低，以及农村电话普及率较低，互联网用户数量有
限等因素的影响，再加上农村各级文化馆（站）、图书馆（室）等公共文化设施建设相对滞后，使
农民获取知识的能力和途径严重不足，从而导致农民的知识贫乏。 
   二、导致农村教育缺失的原因 
   1．管理层对农村教育认识不够 
   长期以来各级政府对农村的教育投资认识不够，往往只重视物质投资而忽视了农村教育投
资。很多地方政府认为农村的教育投资时间长见效慢，而更关注的是短期效应，认为投资物质能快
速带来快速较高的回报率，因此，热衷于将有限的资金投入到基础设施建设中去，导致长期以来农
村教育事业远远落后于城市，农民得到教育和培训的机会太少，农村专业知识人才存量远不能适应
新农村建设的需要。 
   2．国家对农村教育投资不足 
   国家长期以来对农村教育事业投入不足，是导致我国农民知识水平低下的重要原因。多年来
我国投资的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比例一直在4%左右，我国人均教育经费只有美国、日本的
1/50，印度的2/3，而用于农村教育的费用更是少之又少。据《中国新闻周刊》报道，2002年全社
会的各项教育投资是5800多亿元，其中，用在城市的占77%，但城市人口占总人口不到40%，而占总
人口数60%以上的农村人口只获得23%的教育投资。中国70%的人口在农村，却只有10%的学校在农
村。 
   3．农村教育结构不合理 
   长期以来潜在的教育导向是鼓励农村学生通过高考等渠道脱离“农门”，在教学中过于强调
书本知识，忽视各种实践技能的培养，导致我国目前大多数农村地区教育结构单一，普通中小学教
育发展较快，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明显滞后，农业劳动者的专业技能培训很不完善。 
   三、解决农村教育缺失的对策 
   1．提高认识，加强农村基础教育，提高农民文化素质 
   农村基础教育是农民学科学、学技术，实现职业转化的必要的文化基础。农民出于各个人的
智商不同，经济地位等不同，教育的层次可以有差距，但任何时候都不能剥夺他们受教育的基本权
利。当前，我们必须继续加强农村基础教育。为此，要建立健全多元化的基础教育办学模式，多渠
道筹措教育资金，不断改善基础教育办学条件。同时，还必须转变观念，更新教育思想，加快应试
教育向素质教育的转变，促进受教育者综合素质的提高。 
   2．加大农村教育投入力度，为新农村建设积累人力资源 

 



   国家应不断增加对农业和农村的投入。扩大公共财政覆盖农村的范围，建立健全财政支农资
金稳定增长机制。具体做法：一是普及和巩固农村九年制义务教育。建立健全国农村义务教育经费
保障机制，进一步改善农村办学条件，逐步提高农村中小学公用经费的保障水平；加强农村教师队
伍建设，加大城镇教师支援农村教育的力度，促进城乡水平教育均衡发展。二是扩大农村劳动力转
移培训阳光工程实施规模，提高补助标准，增强农民转产转岗就业的能力；加快建立政府扶助、面
向市场、多元办学的培训机制；各级财政要将农村劳动力培训经费纳入预算，不断增加投入。 
   3．调整农村教育结构，加快发展农村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 
   从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实际来看，在普及和巩固农村基础教育的同时，要紧紧围绕农
村劳动力的就业需求，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，使农村基础教育、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
协调发展。政府应该加大对农村职业教育在政策和资金上的扶持，建立多元化投资体系。此外，还
应当鼓励和支持社会团体、私人和企业兴办农村职业教育，促进职业教育办学主体和投资的多元
化；应建立一种激励机制，鼓励农民积极投入到新农村建设的自觉学习中来。 
（作者单位：湖北黄冈师范学院）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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